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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寻文明之来处，传华夏之精神
编者按：

“站在历史上，内心才会深刻。”考古，就是站在历史遗址上，感受文明，审视当下，瞻
望未来。考古，绝不是简单的发掘宝藏，“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绝不是简单
的向历史更深处漫溯。考古，鉴古以知今，使我们了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更使我们
明确“到哪里去”，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中国百年考古，恰是风华
正茂。从最初民众中的考古学与盗墓的“碰瓷”，到如今三星堆考古直播频上热搜，到考古盲
盒等文创产品“圈粉”无数，到高分才女毅然决然报考冷门专业考古学，到视考古为“为往圣
继绝学”的樊锦诗感动中国……我们欣喜地看到，考古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也使我们感
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感动于中国文化的弦歌不辍

寻文明之来处，传华夏之精神 标题对仗工整，凸显内容。

①近日，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
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
诚挚的问候。

②“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历
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考古遗存等历史文化遗产则是注释历史
最好的“活字典”。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泱
泱古国，其历史遗存之丰厚、文化文明之辉煌是不言而喻的。
无数的文明之秘、历史之谜也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大
有可为的光明前景。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到良渚文化、龙
山文化，从巩义双槐树、偃师二里头到安阳殷墟、广汉三星
堆……每一个重要文化遗存的发现和发掘，都在不断丰富和
深化着我们对祖先和历史的认知。无论是一个壶，一妆奁抑
或一帛书，仅一个物件，就能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鲜活
的可被感知的存在，不断丰富着古老中华文明的细节，展现
民族精神风貌。正是考古，为我们揭示了文明的来处，为我
们寻回华夏文明根脉的一块块“拼图”。

开篇点题。以习总书记向全
国考古工作者发出祝贺引出
考古的话题。

③“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短短 14 个字
的背后，是中国考古学者百年的不懈奋斗。百年考古、百年
探索，百年艰辛、百年辉煌。从用一把小小的手铲开启科学
发掘的第一铲，到如今运用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助力考古
发掘，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筚路蓝缕、扎根田野、艰苦奋斗、
攻坚克难。正是因为他们怀揣着求索文明之秘的报国之志，
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才有了如今一座座规模宏大的博物馆，
一件件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文物，才有了风华正茂的中国考
古，才有了今日之中国正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迈进。致敬
中国考古百年，就必须致敬无数的考古工作者。而表达致敬
最好的方式，就是从考古成果中体会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坚
定文化自信，把我们的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承好、保护好，
不断提升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重要性分析。叙述对无数的
考古工作者表达致敬的最好
方式。

④“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历史文化
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
信。”丰富的考古资料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
我们将去往何处？”等重要问题，考古所带来的新的历史认
知，正是建构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和力量。
一项项的考古发现展示和构建了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
宝，是转化为坚定文化自信的宝贵资源。文化兴，国运兴。

考古的重大意义：丰富的考
古资料回答了“我们是谁？
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去往
何处？”等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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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事业如今步入了新时代，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
密联系在一起，考古工作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中国的
力量、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智慧。

⑤目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做好我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对传承文化基因、揭示文明脉
络、促进文明互鉴、加快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
要奋力开辟中国考古学新时代蓬勃发展之路，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向世界呈现绚丽多彩的中
华文明，从而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智力支撑，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呼吁期待，勉励鞭策。

来源：2021-10-23 荆楚网

【时代警语】
文化兴，国运兴。中国考古事业如今步入了新时代，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

起，考古工作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中国的力量、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智慧。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在下文画横线处填入合适的句子或词语，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 ，动手动脚找东西”。短短 14 个字的背后，是中国考古学者百年的不
懈奋斗。百年考古、百年探索，百年艰辛、百年辉煌。从用一把小小的手铲开启科学发掘的第
一铲，到如今运用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助力考古发掘，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 、
扎根田野、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正是因为他们怀揣着求索文明之秘的报国之志，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才有了如今一座座规模宏大的博物馆，一件件令人人 的精美文物，
才有了人 的中国考古，才有了今日之中国正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迈进。
A.上穷碧落下黄泉 筚路蓝缕 巧夺天工 风华卓绝
B.上穷碧落下黄泉 筚路蓝缕 叹为观止 风华正茂
C.两处茫茫皆不见 创业维艰 巧夺天工 风华卓绝
D.两处茫茫皆不见 创业维艰 叹为观止 风华正茂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历史和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经
久不衰，历史文化遗产正是培育文化自信的资源，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
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考古工作勾勒出中华文明孕育萌生时期的生动历史画
卷，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之际，文华中学校本课程“历史与文明”
本期栏目为“百年仰韶，华夏之脉”，请你结合上述材料，并围绕主题写一篇主持词，不少于
50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湖北省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徐建华）


